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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吴敬琏曾写道：“这一代中国人生而有幸，生活在改革开放风雷激荡的大时代”，信然！
这对于我们这些从事财政经济研究的学者而言感受更为深刻。
一方面，时代造就了一个平台，使我们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亲眼目睹和思考与时代变迁发展相伴而
生的成就、困境和矛盾，引发我们致力于去解释现象、研究问题和提出对策，从而努力实现经济学经
邦济世的任务；另一方面，时代也给了我们更加宽阔的视野，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中外思想交流和借鉴
的机遇。
　　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国内财经科学研究百家争鸣，百舸争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区域性财
经科研力量在发展，一批矢志于财经科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通过攻读博士学位或参与博士后研究等形
式集合到财经理论研究的前沿阵地，在学术研究上成果丰硕；他们既善于把握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
又十分注重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养成科学的人文精神，既注意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又关心从现实
中提出问题；他们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和精诚合作的精神，他们已经成为所在区域财经科学研究的重要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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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贫困群体社会救助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提出理论依据；通过对中国贫困群体救助情
况的统计分析，从定性与定量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中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制度状况，并基于该分析指出
其存在问题及其成因；通过介绍英国等福利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安排，德国等国的社会保险型社会救
助方案，新加坡等国的个人储蓄积累型社会救助制度以及朝鲜等国的国家保障型社会救助对策，从中
得出重要的经验及启示；基于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针对我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提
出构建贫困群体社会救助体系的必然性、总体思路、基本原则以及可选择的整体改革对策与具体救助
模式。
 　　本书的研究既有利于加深我们对政府通过社会救助制度维护社会稳定问题的理性认识，又对我国
各级政府的社会救助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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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3　本书的研究内容、结构安排、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1.3.1　本书的研究内容与
结构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已初步建立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提高开辟了广阔的空问。
同时我国也建立起了以按劳分配为主、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极大地调动了
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另一方面，随着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城镇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在打破“铁饭碗
”、“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因素对贫困群体的
冲击日趋强化，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贫困群体问题愈益突出。
这既有悖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目标，而又为市场本身所难以消除，因而必须借助于政府力量，
按照社会公平的原则，改变和调整个人收入的市场分配结果，缩小收入差距，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促
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本书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我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进行经济学分析，提出贫困群体社会救助体系的整体构
建措施以及具体模式选择。
围绕该研究目标，本书将研究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共七章，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即本书的
第一章。
该部分提出了本书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对国内外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指出本书的研究内容、结构安
排、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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